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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机器人产能扩张：五年扩大四倍
■TMT快报

国产品牌市占率提升

影响中国机器人产业发展的一个重要瓶颈

在于核心技术，比如减速器、伺服和控制柜。

“国外的减速器、伺服马达出现的时间要比

工业机器人的发展历史更长。因此，在产业链

上，国外工业机器人有几十年的积累，有大量的

应用案例去迭代、优化，走到了现在的水平。”高

强表示，国内的减速器、伺服马达和控制器发展

很快，但与国外仍存在一些差距。

目前，中国工业机器人本体及核心零部件的

国产化率都较低，特别是在汽车和3C等对于精

度和稳定性要求比较高的领域，大部分市场份额

都是被外资品牌占据，而中国的市场份额集中在

码垛、上下料以及搬运等相对低端的领域。

但同时也可以看到，中国机器人企业迅速

崛起，在技术、产品、市场等方面从低端向中高
端不断突破。以北京极智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简称“极智嘉”）为例，在技术层面，继与微软、
英特尔开展合作之后，极智嘉今年将与博世力
士乐围绕技术研发双向赋能和市场开拓展开合
作，助力企业实现物流与供应链智能化、柔性化
转型升级。

《2021中国工业机器人产业发展白皮书》显
示，国产品牌市场占有率从2011年的不到1%增
长到2020年的28%。

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对于工业机器人行
业而言是机遇与挑战并存。

高强表示：“疫情导致很多产业工人无法正
常工作，人员招聘受限，很多制造型企业尤其是

中小型的制造型企业，原先对于机器换人的认

识并不深刻，通过此次疫情，它们深刻认识到了

机器换人的迫切性。”

“疫情期间，前来咨询了解智能物流机器人

的客户变多了，而一些原有项目正在筹划中的

客户，为了降低疫情带来的影响，也要求系统尽

快落地。”极智嘉CEO郑勇表示，疫情导致劳动

力短缺的问题进一步凸显，更多企业认识到机

器人可以有效缓解劳动力短缺，认识到智能物

流转型升级的必要性。

未来几年将保持35%高速增长

基于此前的发展情况，《“十四五”机器人产

业发展规划》提到，“十四五”期间，将推动一批

机器人核心技术和高端产品取得突破，整机综

合指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关键零部件性能和

可靠性达到国际同类产品水平，机器人产业营

业收入年均增速超过20%，制造业机器人密度

实现翻番。

wind统计数据显示，在2016年之前，工业

机器人在中国的安装量每年不足10万台，2017

年-2020 年，安装量分别为 15.62 万台、15.40 万

台、14.05万台、16.84万台。每年的安装量整体

呈现出加速态势。

中国工业机器人的产量已经从 2016 年的

7.24万台，增长到2021年的36.6万台，增幅达4

倍。今年3月的产量更是高达4.4万台，创出历

史新高。

基于多种利好因素，预计未来几年，国内工

业机器人仍将保持超过35%的高速增长。

一方面，是我国人口红利逐渐褪去，用工成

本持续增加，生产企业降本增效的需求愈发明

显。前几日，国家统计局发布了2021年人口数

据，全年出生人口 1062 万人，死亡人口 1014 万

人，比上年末仅增加48万人，意味着今年我国

将大概率进入人口负增长时代，由此带来的劳

动力问题将越来越严峻，企业们进行自动化升

级已是迫在眉睫。

另一方面，产业政策持续推动智能制造的

升级，向着高技术制造业转型，由此也在加速着

工业机器人向各行业各领域的落地应用，今年

三季度数据显示，光伏、锂电、食品饮料、医疗用

品等领域对工业机器人的需求旺盛，同比增速

远高于市场平均增速，成为拉动市场增长的重

要动力。

正是基于对我国工业机器人市场的美好预

期，各大工业机器人企业都在加速对中国市场

的布局，投资新建或扩建机器人工厂，提高生产

能力与效率，以抢占更多的市场份额。

据统计，目前ABB、库卡、安川、发那科四大

巨头在国内的工业机器人产能约为15万台，但

四家企业在国内均有工业机器人在建扩产项

目，最晚到2025年，产能将超过50万台。

而国产工业机器人主要品牌，如新松、埃

斯顿、拓斯达、埃夫特、新时达等，目前年产能

约为 4 万台，预计到 2025年，工业机器人产能

将超过25万台，仅这些加起来届时产能就将高

达75万台。

综合多家媒体

植入“最强大脑”安上“火眼金睛”

智能系统让大型机械“活”起来

欧拉操作系统
装机量超170万套

“大块头”有了“大智慧”

不论是上千吨重的挖掘机、起重机，还是叶

轮直径超过180米的风电机组、驰向世界的高铁

轮对……作为我国基础工业的基础，重型机械的

重要性不言而喻。

1950年民族工业百废待兴之际，中央投资七

亿五千万斤小米，在山西太原设计建造了新中国

第一个重型机械厂。70多年来，太重集团已创造

出500多项中国和世界第一，是我国最大的起重

设备生产基地、最大的挖掘设备生产基地、最大

的航天发射装置生产基地等。
走进钢铁丛林般的装备厂房，工业重器的磅

礴力量扑面而来。近两年来，越来越多的“大块
头”，有了“大智慧”。

在位于内蒙古霍林郭勒的南露天煤矿，干净
明亮的远程驾驶室内，6块高清屏幕上实时显示
着煤矿开采场景，采掘司机王永胜缓缓推动手
柄，数公里外的一台大型挖掘机挖煤、装车，半分
钟就能完成一次采掘循环。20多米高的“巨无
霸”，在屏幕里显得轻巧灵动。

远程“一键挖煤”，让露天煤矿采掘司机告别
了尘土漫天的工作环境，从“黑领”变成“白领”。
太重集团技术中心矿山所副所长岳海峰说，目前
太重集团研发的5G智能挖掘机已在3座煤矿落
地，手头的订单超过10台。

类似的变化也发生在焦化、钢铁等行业。一
个月前，太重集团研发生产的智能焦化设备在晋
南钢铁集团正式投用，实现了“一键炼焦”。推焦
车司机王芬芬说，原来的驾驶室温度接近40摄
氏度，靠两台空调吹着才勉强坐得住。智能焦炉
设备投运后，她坐在集控中心的操作室里，手指
轻轻一点，就能自动完成装煤、推焦、拦焦、接焦、

熄焦全部工序。

“从注重硬件到软硬兼修，通过集成最先进

的传感器和智能决策系统，成百上千吨重的大型

机械‘活’了起来，不仅能为用户提供更便利的服

务，还能从海量数据中优化设备。”太重集团技术

中心智能化所所长王鸿儒说。

把核心技术握在手里

太重集团担当着制造强国的历史使命，曾创

造辉煌，也曾经历苦难。

“2004年以前，我们和一家国外公司合作生

产20立方米以上的大型挖掘机，但在长达20年

的合作期内，我们干了80%以上的活儿，只分到

20%的钱，从最初的合作伙伴逐渐演变成了对

方的打工仔，原因就是没有掌握核心技术。”岳

海峰说。

从10立方米挖掘机问世到20立方米挖掘机

诞生，太重人经历了漫长的24年时间。掌握超

大型挖掘机的核心技术后，短短几年，太重挖掘

机就完成了从20立方米到75立方米的跨越。如

今，太重集团是全球仅有的三家大型挖掘机制造

商之一，凭借设备耐用、出力大的特点，近两年国

内市场占有率几乎100%。

五六年前，太重集团的火车轮对产品一度遭

遇市场下滑。前几年管理上出现的一些问题，也

曾将这家国有企业逼入急需脱困求生的境地。

低谷时期，太重集团刀刃向内，苦练内功，不

断打破国外技术垄断，紧抓“一带一路”建设机

遇，拿到了一张张高铁核心部件供应商的入场

券。如今，太重集团不到一分钟生产一片车轮，

产品远销全球60多个国家和地区，出口占比超

过50%。今年以来，太重轮轴产品出口大幅增

长，前5个月出口额同比增长2.5倍。

攻关核心技术，把发展的主动权牢牢掌握在

自己手里，成为太重集团一次次转型新生、重回

世界制造业舞台中央的制胜法宝。

在创新赛道上不断超越

“挖掘机规模从小到大，绝不是简单放大。”

岳海峰说，10立方米挖掘机重500吨，如果等比

例放大，70立方米的挖掘机重量就将达到3500

吨，这会导致设备过重，影响实用性。而实际产

品比这一数值轻了2000吨，这意味着技术人员

要对1万多个零部件逐一优化升级。

“以我们攻克的控制系统为例，改用交流变

频技术后，挖一吨煤只消耗0.18度电，成本降至柴

油挖掘机的七分之一。”岳海峰说，进入智能化时

代，接下来要攻克智能重型装备的连续作业以及

多设备协同问题。

创新永远是企业的生命。太重集团党委书

记、董事长韩珍堂说，要把创新当使命，视创新如

生命，抓创新像拼命，在充分做好前端市场调研、

技术可行性研究的制度规则下，有计划、颠覆性

地创新。

聚焦“卡脖子”和上下游产业链等关键技术，

太重集团依托国家重点实验室及产学研合作平

台，实行“揭榜挂帅”、研发投入绩效评价、发明成

果权益分享等机制制度，创新共享用工模式，推

动企业研发投入强度稳步增长。

科技创新促进效益提升。尽管受到疫情影

响，去年太重集团的经营业绩依然是近几年最

好的一年；今年一季度营业收入较去年同期继

续增长，利润总额增长接近两成，高质量发展稳

步推进。 据新华社太原6月16日电

近日，中科创达、麒麟软件、统信软件、麒

麟信安、SUSE、普华基础软件、拓林思、科东软

件、中科院软件所9家华为合作伙伴正式发布

基于 openEuler 22.03 LTS（以下简称“欧拉”）

的操作系统商业发行版，将社区创新成果应用

于千行百业。

据华为公司副总裁、计算产品线总裁邓泰

华介绍，欧拉开源两年以来，产业共建成果显

著，发展超越预期。欧拉社区已经汇聚340多

家全球企业，覆盖芯片、部件、整机、OSV、ISV等

产业链成员。同时，欧拉吸引了近万名开源贡

献者参与社区技术创新和版本开发，也吸引了

全球120多个国家、1500多个城市的用户下载，

目前累计下载量超过54万次。

邓泰华表示，目前，欧拉操作系统的装机量

累计超过170万套，新增市场份额达19%，预计

年底将达到25%，明年将做到中国新增市场份

额第一。

作为数字基础设施的开源操作系统，欧拉

持续丰富南向和北向的生态支持。欧拉南向支

持多样性设备，已经实现主流计算架构100%全

覆盖。欧拉北向使能IT、CT和OT全场景应用，

与伙伴协作，已适配一万多款应用，实现了主流

应用场景100%支持。同时，通过共享分布式套

件，欧拉进一步实现与鸿蒙互通，共同服务数字

全场景。 综合

腾讯自研业务全面上云
累计节省成本超30亿元

腾讯昨日宣布，公司内部海量自研业务已

实现全面上云。统计显示，近三年来，腾讯的

自研业务上云规模已经突破5000万核，累计节

省成本超过30亿元。

腾讯2018年启动了整体战略升级，并成立

技术委员会，明确“开源协同”和“自研上云”两

大技术战略。其中，自研上云主要是将腾讯集

团内部的海量自研业务，包括社交、游戏、内容

等业务搬上云端。

“这是腾讯自研上云战略的一个里程

碑，”腾讯高级执行副总裁、云与智慧产业事

业群CEO汤道生表示，“把腾讯内部海量业务

搬上云端，不仅帮助腾讯构建面向未来的技

术架构和研发文化，推动科技成为公司业务

发展和产品创新的动力与支撑，也全面锤炼

了腾讯云的产品、技术和综合服务能力，这些

能力将加快推动产业的数字化升级，助力实

体经济全面发展。”

据统计，通过腾讯自研业务上云，有将近

100项成果复用到公有云，带动腾讯云整体产

品和技术能力得到全面提升。其中，在自研上

云过程中孵化的星星海服务器，按照最优技术

路线定制，性价比高于业界30%，各业务实测

性能提升20%以上。 综合

百度推“2022共度计划”
提供2亿元扶持中小企
昨日，百度发布“2022共度计划”，将为中

小企业提供2亿元专项扶持资金、超3亿专项扶

持流量等多重支持，同时升级本地生活、综合电

商两大解决方案，加大对疫情下中小企业纾困

解难帮扶力度。

据介绍，此次百度提供的2亿元专项扶持

基金，将在本地生活领域为中小企业赠送复工

复产扶持礼包和本地会员，在综合电商领域将

为会员赠送电商品牌店铺卡，建立订单效果和

成本保障机制。此外，百度还提供了超3亿专

项扶持流量，将通过提供本地生活和综合电商

专属扶持流量，并通过运营、激励等措施扶持品

牌商家。

截至2021年末，全国企业的数量达到4842

万户，增长 1.7 倍，其中 99%以上都是中小企

业。疫情之下，帮助中小微企业渡过难关，确保

中小微企业市场主体稳定，将为我国经济大盘

的稳定奠定坚实基础。

百度集团副总裁王凤阳表示：“中小企业是

扩大就业、改善民生的重要支撑。百度营销发

展的二十一年间，已经累计服务了数百万中小

企业。百度将继续帮助中小企业做好数字化转

型，在这个特殊的时期，与中小企业同心共度。”

本地生活和综合电商服务，是百度拓宽商

业产品生态，推动中小企业创新发展的重要业

务载体。伴随着“2022共度计划”的推出，百度

升级了本地生活和综合电商两大解决方案。

据百度介绍，目前不少中小商家已借助百

度营销平台实现经营突破。整理收纳企业“安

安整理”在入驻百度本地会员之后，点击转化率

达到14.8%，线索转化率达到10%；五常市禾芳

水稻种植专业合作社在百度开店2天，就获得3

万单的生意。 综合

数据显示，中国工业机器人的
产量已经从2016年的7.24万台，
增长到2021年的36.6万台，增幅
达4倍。今年3月的产量更是高达
4.4 万台，创出历史新高。此外，
《2021中国工业机器人产业发展白
皮书》显示，国产品牌市场占有率
从 2011 年的不到 1%增长到 2020
年的28%。

哈工智能有关业务负责人高
强表示，数量庞大的工业机器人，
应用格局正在发生变化。尽管大
型制造业企业仍然以进口机器人
为优先选项，但国产品牌市占率得
以逐步提升。

说起挖掘机，大家并不陌生。但挖掘机技术到底哪家强？恐怕真正知道的人并不多。
从履带到顶部高23.5米，有8层楼那么高；自重2000吨，零部件全部拆卸后要装40

节火车皮；用来挖东西的巨大铲斗，足以容纳300人。这台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巨无霸，就
是由太原重型机械集团公司自行研发和制造的。

紧抓工业数智化浪潮，“重”字起家的太重集团加快改革创新，正在给这些“大块头”
安装“最强大脑”和“火眼金睛”，贴上“聪明”新标签。记者近日走进太重集团，实地感受
工业重器的“智造”力量。

太重远程操作智能化挖掘机交付现场，基于
5G网络，操作人员可以精准操控数十公里之外
的挖掘机现场作业。 新华社发


